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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 IMF 在年初曾预测“2022 年中国经济增速或 40 年来首次低于全球平均

增速”，但从今天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22 年中国 GDP 增速 3%很
可能将让 IMF 的这一预测落空。这是因为当前 IMF 和世界银行预测
2022年全球 GDP增速均在 3%附近，但 2022年以来两家机构一直在持
续下调对于中国 GDP的预测，比如世界银行最近的一次预测 2022年中
国 GDP增速仅为 2.7%。由此可见，2022年中国 GDP实现 3%的增速，
足以使其经济增长达到甚至略高于全球水平。 

◼ 但对于 2023 年而言，由于 3%这一增速普遍高于市场预期，因此其对
于 2023 年中国 GDP 增长的基数效应相对弱化了。如何量化这一基数
效应？我们在此提供一个简单的测算方法，即 1）假定不含基数效应下，
2022 年中国 GDP 增速为 2020-2021 年的复合年均增速；2）假定 2023

年 GDP 增速的目标值为 5%；3）根据假设 1）和 2），计算出不含基数
效应下，2023年中国 GDP的实际增速；4）用该增速减去 5%的目标增
速，即为 2022 年 GDP 增速 3%对 2023 年 GDP 增速的基数效应。基于
上述步骤，不难算出这一基数效应约为 2.3 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对于
实现 2023 年 GDP 增速 5%的目标，只需要基数效应外 2.7 个百分点的
增长，难度并不大。因此我们预计 2023 年中国 GDP 增速将在 5%以上
甚至接近 5.5%。 

◼ 利用该方法可以考察 2023 年各季度 GDP 增长所存在的基数效应。如
图 1所示，虽然 2022年一季度 GDP增速 4.8%，但对 2023年一季度的
基数效应依然为正（0.1个百分点），但从全年来看是最弱的；二季度的
基数效应无疑是最高的（5.3 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正常情况下 2023

年二季度 GDP 增速应该在 10%以上，否则就是低于预期。从三四季度
的基数效应来看，2023年下半年的 GDP增速有望在 6%以上。 

◼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 2023 年 GDP 各分项增长所存在的基数效应。如图 2

所示，由于房地产和消费在 2022 年增速大幅下滑，因此在 2023年正的
基数效应最为明显，从这点来看，2023年房地产投资的负增长有望显著
收窄，甚至接近于零；而社零消费的增速有望大概率将超过 10%；相比
之下，2022年由于出口和基建投资的高增，在 2023年的基数效应上是
负贡献。 

◼ 那么为什么第四季度的增长要好于市场预期？我们认为主要是低估了
疫情蔓延本身带来的意外增长，例如居家带来的供电供热需求增加，感
染加速导致的药物和食品抢购等，以及汽车消费的“冲量”，具体来看： 

◼ 工业：疫情加速蔓延带来的意外增长。12月工业生产偏弱意料之中，季
调环比 0.06%，创下有历史数据以来的同期最低，不过放缓幅度要好于
市场预期，在疫情加速蔓延达峰的情况下，同比增长仍有 1.3%（上月为
2.2%）。 

从分项上看，汽车制造继 2022 年 4 月之后再次成为最大的拖累（图 3）。
供应端，上海等汽车制造重要城市遭受疫情冲击，员工大量缺勤，物流
速度明显放缓；需求端，尽管 12 月国内汽车消费整体表现不俗，但对
于明年车辆购置税收优惠持续性的担忧以及全球需求的放缓还是导致
汽车制造业降温，外需的走弱也表现在机械设备端生产的降速，例如电
机、通用专用设备制造等。表现突出的供电供热等公用事业，这可能与
12月疫情快速蔓延，居民大量居家、相关用电用热量大增有关。 

◼ 制造业投资：双驱动下的稳健。尽管有疫情的影响，12月制造业投资反
而加速了，当月同比增速由上月的 6.2%回升至 7.4%，而且从公布的行
业分项来看，同比加速的行业数量也比 11月更多。回顾 2022年，由于
内需的走弱，制造业投资的主要需求拉动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政
策支持下的重大项目建设拉动，比较典型的是电力设备和新能源车及配
套行业，例如在主要的 28个行业中 2022年制造业投资表现较好的（可
以从全年增速和同比加速的月份数量来评估）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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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备；二是出口的拉动，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化工以及机械设备等行业，
不过近期在出口增速放缓、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投资增速也有所放缓（图
4 和 5）。 

展望 2023 年，民间投资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反
复提及，从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来看，多数省份把交通和能源
摆在投资领域的前两位，汽车、交通设备，电气机械和有色金属等仍将
是制造业投资重要的方向。 

◼ 基建：增速稍有回落，交通仓储投资接力。2022年一季度基建投资额占
全年比重仍比较低（占 14.8%），而二、三、四季度的份额分别为 29.3%、
26.8%和 29.1%，这与过去五年基建投资节奏基本吻合（图 6），基建靠
前发力其实并不明显。12月广义基建投资当月同比增速达 10.4%（上月
为 13.9%），较前几个月的增速表现有所回落。回顾 2022 年，在三大组
成部分中，水利和公共设施为第三季度基建投资的重要驱动力，而第四
季度由交通仓储投资接力（图 7）。12 月交通仓储增速赶超能源基建投
资，当月同比增速达 22.7%，其中道路投资替代铁路投资成为主要发力
点（图 8和 9）。 

展望 2023年，尽管 2022年基数较高，稳经济的重要抓手依旧是“发挥
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基建以及与基建相关的制造业投资将依旧是主要
的政策发力点之一，这意味着二者在增速上大概率将保持在 5%（实际
增速）以上。 

◼ 地产：房价可能是提振内需的关键。12月地产投资跌幅微幅扩大，同比
增速跌至-20%（上月为-19.9%），从相关面积指标来看，跌幅虽然有所
收窄，但依旧很大（图 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领先指标的拿地和
新开工，两者继续萎靡意味着 2023 年地产投资的复苏会十分缓慢。受
2022年 12月疫情加速阳达峰影响，地产销售在下半月大幅萎缩、拖累
全月销售同比跌幅仍在 30%以上。 

我们认为当前可能更重要的是密切关注房价的企稳。扩大内需是 2023

年稳经济的基础，消费首当其冲，而从历史上看房价能否企稳对于消费
者信心反弹有重要的支撑作用。2022 年 12 月 70 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跌幅没有继续扩大，但是同比和环比下跌城市的数量有所上升，值
得注意的是一线城市中深圳也开始加入房价同比下滑的队列。我们预计
后续仍会在需求端仍会对房价压力较大的地区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稳
定房价、稳定地产销售，进而稳定消费大盘（图 11至 13）。 

◼ 社零：买车吃药，12 月社零明显好于市场预期。感染率上升对于居民消
费的抑制比市场预期弱的多，12 月社零同比增速录得-1.8%（彭博一致
预期-9.5%）。一方面，补贴、优惠等政策临近到期，12月集中购车对于
社零拉动的显著回升，录得正贡献 1.3pp（前值-1pp），同比增速录得
4.6%，另一方面疫情蔓延期间，对食品和相关药物的抢购拉动消费
2.45pp；而居民大规模居家下，服装成为最大的负拉动项（图 14）；增
速方面，化妆品、金银珠宝和家电音像产品领跌，高基数下同比跌幅分
别为-19.3%、-18.4%、-13.1%（图 15）。餐饮消费同比降幅扩大至 14.1%

（11月降 8.4%）。 

◼ 展望 2023 年，社零消费增速的合理区间是多少？我们此前的报告考察
了全球此前防疫放开的 10 大经济体消费的复苏情况，发现东亚经济体
中的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这两个案例，可以作为中国放开后消费复苏理想
情形和非理想情形的参考，根据这两个经济体放开后消费补缺口的节奏
和力度，我们估算 2023 年中国社零消费的增速在 8.8%-13.2%之间。 

 

◼ 风险提示：海外货币政策收紧下外需回落，国内疫情扩散超市场预期。
海外衰退提前到来。中国疫情出现超市场预期反复，防疫继续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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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从基数效应来看，2023 年一季度的基数效应最弱，二季度的基数效应最强。 

 

数据来源：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2：从基数效应来看，出口和基建投资是拖累，地产投资和消费正贡献最大  

 

数据来源：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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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22 年 12 月主要行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0.4 -0.2 0 0.2 0.4 0.6 0.8

汽车
橡胶和塑料
非金属制造
通用设备

农副食品加工
纺织

金属制造
医药

专用设备
食品制造
运输设备

计算机、通讯及电子设备
黑色冶炼
有色冶炼
电气机械

电力、热力供应
化学原料和制品

%

2022年11月和12月主要行业对工业增加值同比的贡献

11月 12月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东吴证券研究所 

宏观点评 
 

 5 / 10 

图4：2022 年 12 月部分行业制造业投资表现：电机行业表现突出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5：2022 年主要行业制造业投资增速加速情况 

 

注：表中主体部分的数据为每月各行业制造业投资单月同比和上月之差，单位为%。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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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

行业 权重 2022-03 2022-04 2022-05 2022-06 2022-07 2022-08 2022-09 2022-10 2022-11 2022-12 加速月份占比

农副食品 5.28% -6.8% -3.4% -7.7% 0.0% 0.5% 3.7% 5.1% -6.5% -1.1% -0.83% 36.4%

食品制造 2.70% -4.3% -0.7% -4.9% -7.4% 4.5% 5.8% -18.6% 18.0% -4.9% -10.41% 27.3%

酒饮和茶 1.67% 2.8% -17.3% 2.2% -7.2% 29.5% -32.0% 21.1% -26.2% -7.2% 40.0%

烟草 0.07% -22.7% 27.0% 77.2% -81.2% 40.8% -32.5% 16.5% -18.1% 3.8% 50.0%

纺织业 2.98% -22.9% -9.3% 2.3% 2.2% -0.8% -16.9% 7.7% 4.9% -2.4% -3.44% 36.4%

纺服 1.39% -15.0% 3.3% -10.0% 12.4% -10.3% -3.9% 7.4% -15.0% 10.0% 40.0%

皮革制鞋 0.77% 0.0% 1.1% -7.5% 2.9% 3.2% -19.2% 21.1% -3.3% -15.1% 40.0%

木材加工 1.89% 0.3% -12.7% 3.0% 5.3% -4.7% 12.4% -6.1% -6.0% -27.4% 40.0%

家具 1.74% 19.5% -3.4% -12.9% 2.3% -2.6% 21.2% -20.1% -3.5% -0.2% 30.0%

造纸 1.40% 16.0% -20.7% 6.9% -13.7% 7.8% -2.0% -2.6% 6.3% -15.3% 40.0%

印刷 0.69% -14.1% -17.4% -17.1% 11.4% -7.4% -19.9% 12.2% -1.1% -6.6% 20.0%

文娱用品 0.97% -2.1% -7.3% 13.7% -12.6% 5.8% -3.3% -5.6% 6.4% -9.6% 30.0%

燃料加工 1.64% -48.3% 8.8% -11.3% -27.5% 34.7% -14.7% -17.1% 8.6% -10.8% 30.0%

化学制品 7.94% -0.3% 0.7% -9.9% 13.4% 0.3% 11.5% -3.9% 1.1% -14.3% -4.05% 45.5%

医药 4.12% -17.5% -11.7% 6.4% -5.2% 12.1% -2.9% -0.3% -1.2% -6.7% 3.27% 27.3%

化纤 0.72% -29.0% 16.6% -14.5% -2.3% -1.5% 0.8% 27.1% -56.6% -3.8% 30.0%

橡胶塑料 3.70% -5.2% -2.7% -5.6% 3.7% -10.9% 11.4% -16.7% 9.9% 6.4% 40.0%

非金属制造 10.27% -8.9% -6.2% 1.1% 2.4% -5.9% 1.3% 1.5% -8.5% -4.8% 40.0%

黑色冶炼 3.63% 16.7% -17.9% -0.9% 11.4% -3.3% -5.5% 11.0% -23.8% -11.9% 30.0%

有色冶炼 2.39% -17.2% 15.6% -1.3% -13.6% 10.4% 8.0% -2.1% 12.7% -26.2% 24.44% 45.5%

金属制造 5.03% -18.4% -5.8% 1.1% -3.0% -1.9% 0.6% 4.2% -10.6% 17.6% -7.28% 36.4%

通用设备 6.27% -5.3% 2.8% -7.1% -4.0% -9.4% 7.8% 2.4% -13.6% 11.9% 3.37% 45.5%

专用设备 7.75% -6.3% -8.7% -4.3% 0.5% 4.6% -8.3% 7.4% -10.7% 4.2% -2.20% 36.4%

汽车制造 5.13% 1.9% -6.1% 6.0% -9.8% 12.2% 20.7% -24.8% 2.1% -5.0% 6.84% 54.5%

交通设备 1.35% -23.5% -17.1% 26.1% -7.4% -13.2% -6.0% -9.5% 16.4% -12.5% 1.71% 27.3%

电气机械 6.63% -25.1% -4.4% 10.3% -0.8% 3.1% 5.9% -0.2% -4.4% 13.1% 0.32% 45.5%

电子设备 10.52% -12.9% -10.4% 9.0% -5.3% -3.9% 7.7% 7.6% 0.3% -14.3% -3.74% 36.4%

仪器仪表 1.34% -17.6% -1.7% 17.0% -8.1% 3.7% 14.1% -31.5% 39.7% -23.2% 40.0%

加速行业占比 21.4% 28.6% 50.0% 42.9% 53.6% 53.6% 50.0% 42.9% 25.0%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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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22 年基建投资节奏与过去基本吻合  图7：2022 年 12 月交运投资增速赶超能源基建（当月同比）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8：2022 年 12 月道路投资替代铁路发力（当月同 

比） 
 图9：2022 年三季度靠水利，四季度靠交通仓储（当月同比）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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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022 年 12 月和 11 月地产相关面积数据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11：12 月 70 城房价环比跌幅有所收窄  
图12：房价同比企稳可能是消费者信心回暖的重要基 

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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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0 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环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2022-12 2022-11 2022-10 2022-09 2022-12 2022-11 2022-10 2022-09

北京 5.8 5.7 5.9 6.1 0.2 0.1 0.4 0.2

上海 4.1 4.0 4.0 3.8 0.4 0.3 0.3 0.2

广州 0.4 0.2 0.2 0.1 -0.4 -0.5 -0.3 -0.3

深圳 -0.2 0.0 0.5 0.9 -0.3 -0.5 -0.7 -0.5

天津 -4.0 -4.0 -4.1 -4.3 -0.7 -0.6 -0.3 -0.2

石家庄 -2.9 -3.2 -4.1 -4.4 -0.6 -0.2 -0.7 -0.3

太原 -4.6 -4.9 -4.7 -4.5 -0.6 -0.7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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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5.2 -5.1 -4.8 -4.5 -0.6 -0.7 -0.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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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 -2.3 -2.0 -2.1 -1.8 -0.2 -0.3 -0.5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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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022 年 12 月，多项主要产品负贡献，药品、汽车及食品正向拉动最多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15：2022 年 12 月，疫情放开后药品涨幅显著，饮料汽车同比转正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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